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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叙事教学在精神科护理学课程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188名护理本科生作为研究组实施叙事教学,将103名学

生作为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结果
 

教学后,研究组人文关怀能力总分及灌输信念和希望、健康教育、协助满足基本需求、促进情

感交流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P<0.01),课程学习成绩高于对照组。结论
 

实施叙事教学能提高护理本科生人文关

怀能力,并促进教学成绩及教师综合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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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科护理学由于所涉及的概念、症状比较抽

象,没有躯体疾病表现出的客观阳性体征或实验室结

果,常导致学生对其缺乏形象、深刻的认识,在学习过

程中存在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困难[1-2]。随着人们健

康意识的增强,社会对人性化护理服务需求以及护理

人员人文关怀能力的要求都不断提高,尤其是精神病

患者,受病情的影响,语言、行为常常不能自控,意外

事件无法预知,更加需要护理人员在扎实专业知识的

基础上为患者提供人文关怀。叙事教学通过分享、解
释和讨论教师与学生在护理教育中的共同经历,不但

能使抽象概念具体化,易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还能加深学生对人文关怀的体验,促进人文关怀能力

的提高[3]。本研究将叙事教学应用在护理本科生精

神科护理学理论课教学,取得较好效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按照学校开学时的随机分组方案(9个班

级按照1~3班、4~6班、7~9班分为3个大班集中授

课),采取整群抽样法,选择2018年2~5月某医学高等

学校护理学院2016级全日制护理学专业学习精神科

护理学的4~9班学生作为研究组,将1~3班学生作

为对照组。研究组男生27名,女生161名;年龄18~
23(20.32±0.84)岁。对照组男生20名,女生83名,年
龄18~23(20.26±1.06)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精神科护理学课程安排在本科阶段的第2学年第

2学期,均选用徐国彬主编的《精神科护理学》[1]为教

材。理论课内容主要包括:精神疾病基本知识、精神科

护理基本技能、精神障碍患者危急状态的防范与护理、
精神分裂症患者护理、情感障碍患者护理、儿童及青少

年精神障碍患者护理等,共21学时,均由我院临床护

理教研室教师授课。对照组按教学计划采用常规方法
授课,研究组采用叙事教学法授课,具体如下。
1.2.1.1 叙事教学培训 对全体教师进行叙事教学
相关培训,内容包括叙事教学的目的、步骤和方法等。
教师通过文献评估及集中讨论后,精选3本书籍深入
阅读和体验,分别是《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3
版)》[4]、《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叙事》[5]、《课堂教学叙事
研究:理论与实践》[6]。课题组定期组织交流、讨论,
分享收获、体会。此外,教研室还随机抽查一些课程
进行试讲和点评,促进教师在体会新角色的同时不断
改进、提升。

 

1.2.1.2 教学准备 ①教学素材。教学素材主要由
研究组成员编制与实施,教研室负责统一审核。精神
科护理教研室所有授课教师按照教学大纲要求设计
教学素材,其中原创性素材占比不低于80%。由教
研室初筛后,研究组教师再次集中筛选素材,并编写
详细内容。审核通过后,选择性制作视频、图片,剪切
电影、音乐,准备角色互换时所需道具、物品等。罗列
素材中所有启发讨论的问题。拟定标准化病人培训
计划,制定标准化病人考核标准,招募6名在精神科
工作的临时护士作为标准化病人,以便教师在授课时
通过与标准化病人的互动,更形象地呈现临床真实素
材。②教学教案。根据高晨晨等[3]设计的叙事护理
教学系统选择素材、设计教学,呈现素材、创设情境,
启发讨论、共情体验,引导反思、分享感悟,拓展延伸、
躬行实践5个步骤组织所有教师统一备课,书写精神
科护理叙事教学的教案,做到教学内容和形式的一致
性。③学生转变学习理念。课程负责教师提前至少

1周将叙事教学的上课理念、方式、课前准备要求以
及需要自学的内容等上传至学习委员邮箱,由各班学
委确保传达到每位学生。

 

1.2.1.3 教学实施 本研究的叙事教学主要分为6
步:第1步,复习上一章内容。第2步,提出与本节课
教学内容相关的问题。通过问题,勾起学生回忆,进
而引出本次课教学目标。第3步,呈现素材。教师通
过播放剪辑的电影、制作的视频、拍摄的照片等教学
素材或者与标准化病人现场模拟临床场景,帮助学生
身临其境地感受、理解患者(课堂上教师播放的电影、
提到的书籍等,课前均已将完整版上传至学委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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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第4步,在教师的启发下回顾、点评素材中的
相关情节。按座位顺序3~5人为一小组展开讨论,
内容不仅涉及本节课的相关理论知识,还涉及心理、
社会等方面的问题,鼓励每位学生抒发观点。第5
步,引导反思,分享感悟、收获。引导学生反思如何通
过实施人文关怀,更好地为患者提供人性化的整体护
理。第6步,教师结合素材归纳总结本节课教学内
容,并加入拓展知识,每课时45

 

min。
1.2.1.4 课后总结 课程结束后,学生和授课教师
均对教学过程进行反思评价。学生反思自己的学习
过程和收获,书写反思日记,由学委收齐后交给授课
教师。教师结合学生上交的反思日记反思自己是否
帮助了学生理解理论知识、是否把握了叙事教学的内
涵、是否培养了学生的人文关怀能力、是否让自己有
了进一步的提高。
1.2.2 评价方法 ①人文关怀能力评估。采用黄戈
冰[7]编制的护理专业学生人文关怀能力量表进行调
查。量表包含8个维度45个条目,其中灌输信念和
希望(9个条目)、健康教育(7个条目)、人道利他价值
观(6个条目)、科学解决健康问题(4个条目)、协助满
足基本需求(4个条目,含1个反向条目)、提供良好
环境(5个条目,均为反向条目)、促进情感交流(5个
条目)、帮助解除困难(5个条目,含4个反向条目),

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各条目回答选项均对应5个
代码值(4=完全符合,3=基本符合,2=不能确定,
1=基本不符合,0=完全不符合),反向条目在统计时
需先将反向代码调整为正序。条目的计分方式为:
(100/条目数)×(该条目对应选项的代码值/4),得分
越高说明人文关怀能力越好。总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为0.904,各维度为0.639~0.842,重测信度为

0.824。由教研室负责人员分别于课程实施前后对两
组学生进行调查,发放问卷103、188份,均有效收回。
②教学效果评价。课程结束后,由课题组统一命题对
两组学生进行考核,满分100分。由教研室课题组根
据文献回顾[8-10]编制访谈提纲对教师进行半结构化
访谈,访谈提纲包括4个方面:您参与(看)过其他教
师或网上的叙事教学吗? 介绍一下您用叙事教学上
课的情况? 与传统教学相比,您觉得叙事教学有何特
点? 您对叙事教学有哪些感受、体会? 共访谈教师7
人。访谈资料采用 Colaizzi现象学资料7步分析
法[11]进行分析。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行两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教学前后两组学生人文关怀能力得分比较 见
表1。

表1 教学前教学后两组学生人文关怀能力得分比较 分,x±s

时间 组别 人数
灌输信念

和希望

健康

教育

人道、利他

价值观

科学解决

健康问题

协助满足

基本需求

提供良

好环境

促进情

感交流

帮助解

决困难
总分

教学前 对照组 10316.56±3.0413.18±2.2410.62±2.27 6.63±1.45 6.96±1.44 4.43±1.59 8.92±1.57 6.51±1.7873.80±11.14
研究组 18816.22±2.8112.81±2.4210.54±1.82 6.42±1.42 6.78±1.32 4.68±1.66 8.89±1.65 6.49±1.7072.83±10.94

教学后 对照组 10315.70±2.9012.08±2.5410.61±2.05 6.21±1.36 6.44±1.33 4.54±1.67 8.66±1.74 6.35±1.6470.60±11.11
研究组 18816.78±2.2613.10±1.8911.01±1.69 6.40±1.25 6.86±1.09 5.05±1.60 9.29±1.41 6.58±1.5075.07±8.41 
t1 -0.868 -1.186 -0.281 -1.047 -0.994 1.175 -0.184 -0.083 -0.658
P1 0.386 0.237 0.779 0.296 0.321 0.241 0.854 0.934 0.511
t2 3.274 2.883 1.332 0.939 2.167 1.961 2.517 0.924 2.871
P2 0.001 0.004 0.185 0.349 0.032 0.052 0.013 0.357 0.005

  注:t1、P1 为教学前两组比较;t2、P2 为教学后两组比较。

2.2 两种教学方法考核成绩比较 教学后研究组

188名学生理论考核成绩为(65.40±8.80)分,对照组

103名学生成绩为(62.47±14.24)分,两组比较,t=
1.899,P=0.05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3 采用叙事教学的教师访谈分析 访谈提纲围绕
叙事教学过程中教师的经历和感受展开,通过分析,
提炼出2个主题:“开展叙事教学的体会”和“对叙事
教学的评价”。开展叙事教学的体会包括课前需要准
备的内容涉及面更广,课程设置的逻辑性、连贯性、紧
密性要求更高等。对叙事教学的评价包括该教学方
法改革的导向正确,学生兴趣浓厚、课堂参与度高,教
师的综合能力提高等。
3 讨论

 

3.1 叙事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人文关怀能力 人文
关怀能力是在环境和教育的促进下,通过经验积累和
认识提高,逐步形成自觉为患者服务的人文素养[12]。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实施叙事教学后,学生人文

关怀能力总分及灌输信念和希望、健康教育、协助满
足基本需求、促进情感交流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P<0.01),有效提升了学生的人文关怀能
力。叙事教学不是一项单一的教学策略或者一个结
构化的课程,而是当教师与学生一起探索和理解经
验、讨论提出的假设问题、以不同方式引导学生反思
时都会运用到的一种教学方法[13]。在精神科护理学
理论授课过程中,教师通过引入饱含情感的真实或类
似真实的素材,拉近学生与临床的距离,让他们能够
充分探索、理解精神疾病患者的感受和想法,走进患
者内心世界,学会换位思考,并从素材中体会与精神
病患者的接触方式、沟通技巧,为将来更好地为患者
提供人性化护理服务打下基础;通过课堂上启发式的
讨论、反思、延伸拓展以及课后书写反思日记,激发学
生人文关怀情感,引导他们自我反思,提高对精神病
患者的同理体验、情感沟通以及对护士职业的感悟。
如学生在课堂讨论以及反思日记中均提到:精神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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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与患者儿时经历、工作压力、性格缺陷、家庭环境等
方面有很大关系;现代社会有很多人对患有精神疾病
的人抱有鄙视态度,这无形之中给患者带来较大压
力,不利于疾病恢复;我们应该从自身做起,用平常心
对待这些患者并帮助他们、倾听他们内心的想法,这
将有利于其病情的改善。本研究中,叙事教学实施
后,研究组学生人道利他价值观、科学解决健康问题、
提供良好环境和帮助解决困难4个维度得分与对照
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干预周期较短有
关。虽然叙事教学对提高学生人文关怀能力的积极
意义已得到广泛认同,但人文关怀能力的培养不是一
蹴而就的,Guo等[14]的关怀教学持续近10个月,而本
研究只有3个月,所以叙事教学对学生人文关怀能力
的影响还有待较全面、较长期的研究。

 

3.2 叙事教学能提高教学质量及效果 本研究结果
显示,教学后两组考核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研究组得分高于对照组。分析原因如
下:①叙事教学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对促进学
生主动思考和主动学习具有积极的作用。传统的精
神科护理学课堂教学都是以教师个人的讲授为主,抽
象的授课内容使学生难以理解,出现注意力转移的现
象。叙事教学通过引人入胜的素材、科学的提问内容
以及启发引导下的讨论、反思,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热
情、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在精神科护理学的学习中
找到适合的学习方式积极参与教学过程,从而提高对
授课内容的兴趣和对精神病相关抽象理论、症状的感
性认识,最终利于学生将机械记忆转化为理解掌握和
自我升华[15]。如学生在反思日记中提到:今天素材中
的患者在被问到是什么时候住院时,面露猜疑,答道
“你问这个干什么! 与你有什么关系!”随后,一人开
始自言自语,时不时用眼睛瞄人,表现出嫌弃和猜忌
的样子……这段视频生动地演活了书本上枯燥的知
识,让我印象深刻;还有同学提到:通过老师与标准化
病人的沟通,我发现患者思维有点散漫,讲话没有中
心,但他的意识很清楚,对自己异常行为无认识,并且
活动减少、离群独处,行为被动,缺乏主动性和积极
性,他在思维、情感、意志行为、认知等方面均发生了
障碍,这些都符合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表现,这让
我对精神分裂症有了更加鲜明的认识。②叙事教学
上课前,教师会提前1周将课前准备要求以及需要自
学的内容上传至学委共享的邮箱,由各班学委传达到
学生,要求学生在课前完成书籍、影视作品、文献等的
观看阅读,对其中出现的精神症状有初步了解,并带
着疑问到课堂中寻找答案。此外,通过提前准备,学
生在点评素材、分享感悟时就能自信、充分地表达自
己的想法、观点,促进自学能力的提升。③小组讨论
时,学生提出疑问,大家共同探讨,有助于共同解决问
题,相互纠正错误,还有助于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通过思维碰撞从多角度看问题并发现问题,从而提高
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3 叙事教学能提高教师自身的综合能力 本研
究结果提示,教师在叙事教学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

自身能力得到提高。叙事教学在精神科护理学理论
课程中的运用目前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需
要教师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转变传统思维,领悟叙
事教学内涵,自行制作出将知识融入实践的素材、设
计科学的引导问题与全方面的知识拓展、编写出高
质量的叙事教学教案。从开始的素材库到最后完整
的教案,每个环节对初次运用叙事教学的精神科护
理学教师都是一次突破和提升。其次,教师通过阅
读学生的反思日记,了解学生在学习精神科护理学
理论知识过程中的内心世界,发现学生在思考和分
析素材中存在问题及困扰,为今后不断调整、优化课
程设计提供依据。

 

综上所述,将叙事教学应用于精神科护理学理
论课程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关怀能力及教
学质量,有利于促进教师的全面成长。由于课时较
少、研究时间较短,还需今后不断实践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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